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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双修”理念下的清明山片区发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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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通过常州市武进区横山桥镇清明山片区发展研究实践为例，探讨“城市双修”理念在城市发展转型期对生态地块

建设开发的指导意义；并根据城市设计理论，结合城市功能修补、生态环境修复两大方向落实地块空间的现状评价、发展研

判，划定若干管控与引导单元并制定导则，对片区未来的建设及发展提出切实的规划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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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Development of Qingmingshan Area under the Concept of "Urban Double Repa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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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aking the development research practice of Qingmingshan Area, Hengshanqiao Town, Wujin District, Changzhou City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guiding significance of the concept of "urban double repair" to the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ecological plots in the period of urban development and transformation; According to the urban design theory, combining with the 

two directions of urban function repair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restoration, the present situation evaluation and development 

judgment of plot space are carried out, a number of control and guidance units are delineated and guidelines are formulated, and 

practical planning suggestions are put forward for the future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pl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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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城市双修”的概念 

“城市双修”，即生态修复和城市修补，为贯彻落实

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在

全面总结三亚“城市双修”试点工作经验基础上，2017

年 3 月 6 日，住房城乡建设部印发了《住房城乡建设部关

于加强生态修复城市修补工作的指导意见》对“城市双修”

的内涵及主要内容做了界定。“城市双修”是针对转型期

城市发展所提出的城市更新手段，也是在城市更新基础上

进一步延续和发展的，其重心在于弥补城市短板、改善人

居环境。“生态修复”为使用生态的理念，要求对城市中

被破坏的地形地貌以及自然环境进行修复，加快山体修复、

开展水体治理和修复、修复利用废弃地、完善绿地系统，

以提高生态环境质量。“城市修补”利用更新织补的理念，

对城市中的基础设施、空间环境、出行条件、老旧社区以

及相关的景观风貌进行修补提升，重塑城市风貌。 

“城市双修”可以理解为是在国家层面对城市设计全

方位、多层次的要求，是增量设计向存量设计的巨大转变，

以“生态先行，功能为辅”的策略，提高城市环境治理的

整体水平。整体性的城市更新可以解决基础设施欠账；提

高道路系统通达性；增加公共功能空间；提高老旧小区安

全性；加强对历史文脉的保护等。 

2 清明山片区建设的背景 

清明山片区位于常州市横山桥镇核心位置，规划面积

为 250.2 公顷。横山桥镇区位优越，位于常州市东部近郊，

属于经开区东大门。在《常州经济开发区发展战略规划》

中，横山桥镇区域的功能定位为山水交融的多元功能空间，

提出应积极修复、保护并充分发挥山水资源优势，保持山

水小城镇的特色，避免大规模城镇化开发，引导产业空间

园区化整合，与居住混杂的低效工业用地向与山水资源结

合的创意休闲产业升级转型。因此，清明山片区的绿色生

态资源对横山桥镇甚至是周边地区未来发展的重要性毋

庸置疑。 

2.1 清明山片区现状总结分析 

在规划设计过程中，通过数次踏勘现场，并与镇各部

门互动对接了解。明确清明山片区为横山镇核心的重要生

态功能区，具备三大特质：（1）山连水绕，资源唯一，横

山山脉是经开区常州市东北部平原唯一的自然山体，这在

江南水网基本特征区域是十分宝贵的生态及景观资源。清

明山周边水系发达，三面环水，水体形态丰富。（2）红色

文化，寺观庙会，规划区内资源众多、类型丰富、布局广

泛，涵盖江南风韵“儒、释、道”三大文化界面，还有军

训训练基地，受众面广泛。（3）城市近郊，休闲刚需，基

地区位优势明显，镇区中心区域，居民休闲需求旺盛。清

明山山体蜿蜒起伏，现有 4 条登山步道，据初略估计每天

在山上休闲需求人数众多。 

然而，清明山片区目前面临的现实总体上体现为资源

的稀缺性与资源的低效利用和破坏性建设相互对立，各类

开发与建设的冲动日益强烈，生态空间及资源被无序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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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蚕食的趋势仍然蔓延，对地方管理带来巨大挑战。主要

体现以下几各方面：（1）建设包围，山水不显，建设空间

性质及功能与山林地生态的不适配性，山林空间的生态、

社会、经济、文化价值没有被充分尊重与挖掘；（2）交通

不畅，停车困难，上山道路系统不连贯，存在断头路，拥

堵点多，清明节或者周末停车困难；（3）空间破碎，生态

破坏，旅游及景观空间资源要素分散，发展建设各自为政，

需要整合与统一；（4）粗放用地，产能低效，空间景观品

质参差不齐，既有项目低效运营。 

2.2 问题应对策略 

规划针对资源的稀缺性与资源的低效利用和破坏性

建设相互对立的四大关键问题，提出针对性应对策略。主要

包括（1）显山理水，环山围河，构筑山水格局，（2）环山

曲径，构架南北双环，散点停车，（3）登山曲径，串联成网，

健行风俗，构建现代清明生活，（4）限制引导，修复提升，

打造城市名片，（5）盘整存量，策划功能空间。（图 1） 

 

 
图 1  规划应对策略示意图 

3 规划理念与结构 

规划提出的主题愿景为将清明山片区打造为横山桥

的山水文芯，建设以自然山水为本底，服务市民绿色生活

的江南韵味的山水园林花园，建成一个横山桥生态修复+

城市修补的品质示范区，打造一个常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共

享的东部山水客厅，成为一个区域生态休闲型市民公园。

清明山片区致力于打造“一山二塔、三寺六园、山麓湖畔、

清明十景”构建而成一幅现代的清明山河图（图 2）。 

 
图 2  总平面图 

 
图 3  规划景观结构图 

清明山片区的景观结构为“一山八园” （图 3），一

山：清明山景，八园：紫霞烟岚、幽竹佳境、军事俱乐部、

福道公园、岩石花园、镜湖虹桥、山林漫步、文化公园，

清明十景：清明双塔、白龙天池、幽竹佳境、清明双塔、

军歌嘹亮、清明福道、清明山顶、文化公园、岩石花园、

镜湖虹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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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系统规划 

在清明山片区用地规划整理的过程中，规划后的规划

建设用地为 96.5 公顷，公园绿地 14.1 公顷，建设用地为

82.4 公顷，比土地利用规划现状中规划建设用地减少约

12.6 公顷，整体的建设用地是减量的，节约的（图 4）。

清明山片区规划还同时重点构建了清明山片区的道路系

统、水系整治体系、建设项目分类引导以及建设时序，为

整个清明山片区的建设发展指明了方向。 

 
图 4  土地利用规划图 

 
图 5  道路系统规划图 

4.1 道路系统规划 

规划整理后的车行系统（图 5）包括高速公路、有轨

电车、外围主干道、主干道、次干道及山林支路等。主干

道规划路宽 8-16m，次干道 6-8m，山林支路 4m，共设置 6

处主出入口，13 处停车场，清明山南侧 7 处，西侧 3 处，

北侧 3 处。总面积约为 29830 平方米（合 45 亩），共计

936 个停车位。 

根据上位规划，重点对片区的公共交通提出指引，有

轨电车 T1 线在片区范围内设置观前站，4 条外围道路在

原有公交站点的基础上共计规划 8 个公交站点，同时新增

1 条内部公交廊道，主要经过华喜路，并新增 1 个内部公

交站点，并结合有轨电车观前站设置了 2 个公交换乘站点，

充分发挥枢纽站对片区的带动作用。公交站台的设置有效

结合景点、人流引导、安全换乘等因素，同时外围公交廊

道站台建议港湾式站点布置。 

慢行系统包括自行车道、游步道、登山道等，自行车

道由外环自行车道、内环自行车绿道、幽竹佳境自行车绿

道、文化公园自行车绿道 4 条绿道组成，游步道包括滨水

游步道、滨水木栈道、园路，登山道由登山栈道、山顶栈

道等组成。 

4.2 水系整治规划 

水系整治规划考虑将水系串联贯通、清淤清杂、驳岸

整治的同时，注重防洪排涝、农田灌溉、生态保护、滨水

景观等功能的营造。综合考虑清明山南侧长期排水不畅和

生态景观需求，在镜湖和白龙天池分别新增了水域面积，

从而提高山体南侧的防洪排涝能力和生态景观效果。由于

现状水系高差明显，为保证水系有效贯通，建议增设 6

处节制闸。 

水域开放性景观空间主要分为：湖面水域、河流水域、

池塘水域、溪流水域等四种类型的景观空间，结合多种形

式的驳岸打造多样的滨水景观。湖面水域面积大，驳岸形

式多为生态驳岸或缓坡草地入水。河流水域流域广，以防

洪排涝、农田灌溉为主，驳岸与水面高差较大，驳岸形式

多为硬质驳岸。池塘水域面积较小，零散分布在片区南北

两侧，驳岸主要采用生态驳岸，局部受地形限制可以采用

硬质驳岸。溪流水域面积小、流域小，主要分布在下山田

头、小区开放空间等，驳岸形式多样，以缓坡草地和石滩

溪流形式为主。 

4.3 项目分类引导 

根据规划区内各个地块建设情况和未来发展方向的

不同，规划将各个建设地块分为 3 种不同的方式进行发展

引导：限制引导项目、提升转型项目、引入开发项目。 

限制引导项目主要以公墓、寺庙、国防中心、幽竹佳

境等 4 个地块为主。公墓地块改造主要考虑对现状墓地进

行生态修补和遮挡，避免地形高差带来的视觉冲击，明确

各公墓的边界，严禁向外扩充，同时提倡生态葬、树葬，

节省用地，美化环境。寺庙地块主要考虑控制现有寺庙、

道观的建设范围，同时建议优化寺观内部功能业态，积极

引导其提升改造，并与周边各地块路网衔接，建筑风格与

整体风貌注意协调统一。国防中心明确建设发展边界，建

筑功能、外立面、射击场地及景观环境的改造要协调统一，

同时建议与周边地块发展有效协调，打造军事俱乐部。幽

竹佳境明确建设发展边界，打破原有竹种园封闭的环境，

建议开放服务大众，利用现状建筑改造成竹创基地，使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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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的活力带动空间的人气，进一步优化内部道路系统，有

效对接清明山绿道，丰富绿道主题，同时增加竹林下的公

共休闲空间和休闲设施，丰富竹林林下休闲活动。 

提升转型项目主要以公园、农庄、公共设施、基地等

4 种类型，主要景点包括西岭驿站、游客服务中心、芳茂

山庄、文化公园、军事俱乐部、清明福道、岩石花园等。 

规划区规划打造 5 大公园，包括文化公园、山林漫步、

清明山景、清明福道公园、岩石花园，本次规划需要明确

边界，提出主题定位，并列出公共建设计划，为后续公共

建设提出依据和参考。文化公园类型明确为公共文化公园，

规划面积 12.44 公顷，位于清明山正南侧，是整个片区的

主要入口形象和市民活动的重要空间，建议打造一个以地

域文化为主题集生态景观营造、市民健身休闲、文化主体

活动等多功能为一体的综合性公园。山林漫步公园类型明

确为山体公园，规划面积 4.38 公顷，位于清明山正南侧，

文化公园北侧，现状以黄毛岭的自然山林为主，建议结合

地形，在林下营造几条生态游步道，从而将文化公园与清

明山登山道进行有效串联，打造形成体系的慢行系统。清

明山景公园类型明确为山顶公园，规划面积 51.4 公顷，

清明山本体的山顶公园，公园内公益林面积较大，建议以

原生态山林保护为主，主要建议完善山林绿道网络和山顶

观景平台建设。清明福道公园类型明确为山林绿道公园，

规划面积 6.9 公顷，位于清明山东北侧，清明山北侧绿道

南侧，建议结合现状山体地形、植物资源建设山体滑道、

荧光步道等不同类型的绿道，打造绿道休闲公园。岩石花

园公园类型明确为宕口修复公园，规划面积 9.6 公顷，位

于阳光山城北侧宕口，清明山北侧绿道南侧，建议打造为

山林宕口修复主题公园，结合周边山林的自然生态修复，

建设一个综合性的生态公园。 

同时对农庄明确边界，进行经营引导，建议提升休闲

园内部环境品质，完善休闲园内部功能业态，使其能够吸

引游客，留住游客。公共设施用地的改造引导，建议充分

利用现状原有建筑，赋予旅游服务功能，对原有建筑外立

面进行充分改造，置入新的功能业态，不断完善旅游配套

服务功能，满足人们的休闲、休憩需求。基地即军事俱乐

部，建设类型为拓展训练基地，规划面积 7.35 公顷，位

于常州武进国防教育训练中心东侧砖瓦厂，建议打造为拓

展训练基地。 

引入开发项目主要以观前商业街区、镜湖虹桥、居住

地块等为主。观前商业街区为公共商业服务地块，考虑结

合有轨电车观前站，与镇区其它现有公共服务设施差异化、

互补化，完善行政管理与社区服务、邮政电信和商业金融

服务等公共服务功能，建筑风貌要与周边整体风貌相协调。

镜湖虹桥与临近的清明隐舍整合开发，建议打造为集高端

酒店、风味美食、休闲购物于一体的高端休闲商业街区。

居住地块则建议与山水风貌相协调，居住区采用低密度开

发模式，建筑风格采用具有江南韵味的新中式风格，各住

宅用地的地块规模适中，合理统筹。 

4.4 建设时序 

整个规划地块的建设时序建议以基础配套先行，景观

重点突破，开发模式与政府公共主导并行的建设启动策略

为主，主要的先行启动区包括山体南北环路网及停车场建

设、重点公园——文化公园建设，以及军事俱乐部、幽竹

佳境等开发地块，启动之后陆续展开地块开发及公共配套

建设跟进工作。规划还根据不同项目类型，分解出政府主

导、商业开发模式、开发商主导、业主自建、保留 5 种项

目建设模式，帮助政府理清自己的工作边界和工作任务。 

5 结束语 

在“城市双修”的工作背景下，清明山片区的规划建

设工作不再是简单的生态修复、生态保护工作。规划结合

理念更新、问题分析、功能定位、系统规划、开发策划及

建设时序等方面展开积极探索，为同类型项目提供了有意

义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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